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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管理背景下高校学生社团问题分析及解决措施探究 
杜雨珊  杨滨旭  耿庆昊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26） 

摘要：高校社团不仅是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自觉总结提炼的结果，也是校园文化的集中体现。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高校社团管理也趋于信息化，但仍处于初级阶段，面临诸多挑战。本文聚焦高校社团信息化管理，剖析了目前高校社团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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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社团作为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对提升学生

基本素质、实现学生全面发展、构建和谐校园具有重要意义，

社团开展的各项活动也是课堂教学的有益延伸和重要补充。近

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高校社团管理也趋于信息化，值

得注意的是，信息化管理虽然简化了部分办事流程，提高了部

分事项的工作效率，但是其仍处于初级阶段，面临诸多挑战。 

一、高校社团信息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信息化考核方式受限、难以全面客观评价 

目前，由于社团信息化管理的推行，高校对于学生社团的

考核机制也在逐渐由内容性考核向数据性考核转变、由分级考

核向统一考核转变，这些转变虽然使社团考核更易操作，但却

忽视了社团多样性这一客观事实。以文艺类社团和学习类社团

为例，这两类社团在性质上存在巨大差异，开展活动过程中的

形式、频次也难以用统一标准衡量，单纯采用数据性考核，势

必会影响部分社团的积极性，导致社团发展的活力受限。同时，

由于社团类别不同，用统一标准难以实现全面客观的评价，即

使同类社团，也因活动内容的不同而难以推行数据性考核。 

信息化考核虽有简单易行的优点，但缺乏一定的灵活性，

这也导致高校对于社团的考核形式只能停留在数据层面。而以

开展活动次数、参加活动人数为核心的考核，不仅不能全面客

观的评价社团管理，还会阻碍社团发展，甚至引起功利性社团

竞争。 

2.信息化管理形式受限、忽视社团内涵培养 

近年来，高校学生社团的现状并没有明显变化：学生自发

组织形成的社团占绝大多数；大多数社团缺乏专业老师的指导

和管理；部分挂靠单位对社团的管理尚未深入社团内部；部分

指导老师并不掌握社团的运行情况，无法有效监督社团的各项

活动[1]。社团信息化管理的推行，不仅没有解决以上问题，反而

成为了他们的保护伞。由于信息化管理主要通过计算机进行社

团相关数据统计，缺乏内容内涵方面的指导，导致部分指导老

师在社团的管理上仅停留在各项数据指标层面，忽视了社团自

身内涵的培养与发展，社团管理流于表面现象更加严重。 

3.信息化管理周期受限，缺乏持续长久发展 

高校学生社团应实现工作制度的程序化和法制化，用社团

章程指导社团有序发展和自我完善。然而，高校学生社团管理

机制和管理章程的不健全、不完善，不利于正确引导大学生形

成良好的团队精神和社团的持续发展。与此同时，社团信息化

管理仍处于初级阶段，部分功能尚未开发，各高校为了适应信

息化管理，对社团进行了重组和整编，导致部分社团出现难以

为继的窘境：管理层缺乏信息化管理经验，不能有效利用信息

化管理体系；社团层面缺少自我管理权限，导致社团成员周期

性流失严重[2]。此外，由于缺乏专业指导，学生社团在面临新架

构、新模式、新机制的全新挑战时，出现难以应对的局面。 

二、高校社团管理改进措施 

1.健全完善信息化考核机制，实现多级、多元、多维考核 

对于目前高校社团管理考核机制不健全的问题，笔者认为

应当进一步利用信息化手段，健全和完善高校社团管理考核机

制。首先，应当实施社团分级考核，借助信息化分级手段，实

现由学校统一考核向二级单位初步考核与学校最终考核相结合

转变，促进形成社团优中选优的良好局面；其次，高校社团考

核应当由某一方面、某一人群的考核向多元考核转变，充分利

用信息化分模块的理念，实现考核的多元性。例如，文艺类社

团和学习类社团分别设定不同的考核指标等，通过多元考核促

成高校社团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同时，还应借助信息化手段，

从多个维度对高校社团进行考核，实现从基层社团管理到社团

活动品质、从社团内部事务到社团外部影响的全面考核。 

2.更新优化信息化管理体制，实现全心、全意、全面管理 

对于目前高校社团日常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其根

源在于信息化管理系统的管理形式受限，因此，要想实现社团

管理者对社团全心、全意、全面的管理，应当先着手于信息化

管理体制的优化。首先，应当保持原有管理模式作为信息化考

核的一部分，改变社团指导者只重视数据的单一观念；其次，

应当通过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社团管理者深入社团内部，

推进社团内涵发展，实现社团的良性发展。 

3.提高社团信息化管理水平，实现长期、长效、长足发展 

针对目前高校社团专业性不强、可持续发展欠缺的问题，

笔者认为应当通过以下方法提升高校社团专业水平，增强高校

社团可持续发展能力。一方面，学校和二级单位要逐步放权，

将部分网络权限交给社团、交给学生，让社团发挥自身能动性，

提升发展活力；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社团培训体系，定期

对社团负责人进行相关培训，培训中充分利用网络平台，逐步

实现社团管理专业化培训。同时，为提高高校学生社团管理工

作的实际效果，还要为高校社团配备专业教师，指导社团组织

开展相关工作，管理者应明确社团管理最终目标，强化管理工

作对社团活动的指导性，使管理者与社团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

良好局面，从而实现高校社团长期、长效、长足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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